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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的摄影事业已从整体上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摄影事业作为一项独特的文化产业，其工作重心也应从

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高。我们应当在进一步加强摄影事业建设的同时，积极研究、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努力

创造新的摄影文化。这既是满足全国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的需要，这也是促进中国摄影事业繁荣发展内在动

力的需求。如何搞好中国摄影文化的创新，笔者认为，应侧重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观念创新。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否则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摄影界若没

有自己富有特色的摄影文化，广大摄影工作者的思想就可能成为一盘散沙，就难以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因此，中国摄影文化的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发展思路上有新的突破。要从战略的

高度来考虑摄影文化的创新问题，以中国摄影的全局为目标，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依据中国摄影界的总体发展战略

来建设自己的摄影文化。在当今新世纪，广大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念、艺术欣赏水平等更趋向于开放、交流、互动，更

强调自我的提高与发展。因此，我国的摄影文化也应当是代表先进性的、开放的、具有地方特色、富有强大生命力的

文化。中国摄影文化的创新还要彻底改变只强调追求社会效益的片面认识，树立“两个效益”的观念，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鼓励不同内容、形式的探索和创造，支持不同风格、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努力追求最大的摄

影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目的与结果，使之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最佳的经济效益。 

    体制创新。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创新摄影文化，一定要对广大摄影工作者强化生

存意识、危机意识的教育，树立遵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价值观。要跳出不合时宜的思维定

势，积极投入到摄影创作中，摄影工作者才能够形成求新求变、永不满足的氛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来资本、

外来摄影文化产业和摄影作品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涌入和交流，这既能成为我国摄影文化建设新的增长点，也将

会对我们每一个摄影工作者多年形成的摄影观念产生严峻的挑战，对我们多年习惯于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命令管理和

运作的摄影文化体制带来新的冲击。为此，我们必须尽快创新摄影文化体制。首先，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摄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最佳的经济效益”；其次，应想新

的，看远的，集思广益，选准突破口，引导国外和民营资本加大投入，共同把我国的摄影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指导摄

影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再次，要从多侧面来激发中国摄影文化自身发展的潜力，从多方面来扶持和促进中国摄影文

化加快发展。要科学整合各方力量，把广大摄影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各级摄影团体的作用，形成通力

合作，全方位推进的创新工作新格局，促使我国的摄影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论创新。创新中国特色的摄影文化，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是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相一致的。中国摄影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多方借鉴国内外的有益成

果，在理论创新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今世界，互联网、多

媒体等新的信息传播、收集、使用、储存等方式的变化日新月异，大大增强了摄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我国摄影界的

有关理论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摄影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摄影的“记录、研究、展览、宣传”等功能已远远不能满

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广泛需求。我们尤其需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加强

和改进理论研究。”用创新的理论来科学地认识和构建新形势下中国摄影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新思路，探索新方

法，开辟新途径，取得新成效，进一步促进我国摄影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这项艰巨的工作，应当是我国每一个摄

影工作者共同肩负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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